
 

  

 

课程教学大纲：《物流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Logistics 

 

课程编号： 40L133Q 

适用专业：管理类专业、经济类专业 

课程层次及学位课否：大类专业基础必修、学位课 

学时数： 24  

学分数： 1.5 

执笔者： 汝宜红 

编写日期：2006 年 9 月 

 

一、课程的任务与教学目标 

  《物流学》课程是为管理类专业、经济类专业本科生开设的大类专业基础课程，是该类专业

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任务是使学生掌握物流学的基本概念和学科组成，初步了解物流学的研究对象

和基本理论体系，通过介绍物流学发展的历史沿革和未来趋势，使学生对进一步学习物流管理专

业的各类知识与技术产生兴趣。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正确理解物流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体系； 

    2、了解物流学的历史沿革和未来发展趋势； 

    3、针对物流问题，学会进行文献调查及现场调查的方法； 

    4、增强学生继续学习物流管理知识及从事物流管理职业的兴趣。 

 

二、课程的内容与学时分配 

    本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以知识点的形式划分，各知识点的学时按照学校规定的教学学时进

行如下分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知识点的教学时间、教学顺序进行必要调

整。 

    1 、物流概念与作用 （ 1 学时） 

    主要内容：物流定义，物流要素，物流活动分类（含国际物流），物流系统及其类型，物流

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 

    自学内容：了解企业中物流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异同点（参考《管理学》、《人力资源管

理》等课程的相关内容）。 

    教学要求：掌握物流的概念、物流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理解分析物流活动的类型

及其分类方法，了解物流活动分类对物流管理的意义与作用。  

    2 、物流发展现状（ 2 学时） 

    主要内容：物流活动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我国物流发展现状与趋势、各区域的物流发展特点 

    自学内容：了解历史学中对于物流的记载（参考世界历史、中国历史文献的相关内容）。 

    教学要求：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对物流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特点，了解国内外物流发展状况及 

21 世纪世界物流的发展趋势，掌握我国各区域物流发展特点。  

    3 、物流理论及其体系（ 1 学时） 

    主要内容：物流学的产生，物流学研究对象和基本理论体系、观点，现代物流学的研究特点 



    自学内容：了解市场学、经济学中对于物流管理理论的记载（参考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文献

的相关内容）。 

教学要求：掌握物流学的基本学说，理解物流学的各研究对象对物流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了解人

类社会发展对物流学尤其是现代物流学的发展影响，了解后续专业课程的设置意义及与本课程的

关系。  

    4 、物流学的研究方法（ 1 学时） 

    主要内容：物流学的研究方法类型与构成，不同类型研究方法的特点，各类研究方法的应用

案例。 

    自学：管理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参考《管理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课

程有关内容）。 

    教学要求：理解物流学研究方法的构成、各类研究方法的相互关系，了解实际物流问题过程

中研究方法的选择。  

    5 、运输和与包装（ 2 学时） 

    主要内容：运输和包装的概念与类型、主要运输方式和的特点、集装箱运输、多式联运、包

装材料、运输和包装容器选择、常用包装技法。 

    教学要求：掌握运输和包装的概念与意义、常用运输方式的特点、综合运输的概念；理解运

输方式的类型与选择；掌握多式联运的基本内容；掌握集装箱运输的要点；了解包装的类型、包

装材料；掌握对合理包装的具体要求；了解销售包装的特点；掌握商品运输包装容器的选择，运

输包装技法的选用；了解各种运输包装标志。  

    6 、保管 （ 1 学时） 

    主要内容：保管的概念与意义、保管的基本原则、仓库管理的要点、商品养护的要点、库存

管理基本方法。 

    教学要求：掌握商品保管的基本原则；掌握仓库管理的要点；掌握商品养护的要点；了解库

存管理的基本方法。  

    7 、装卸搬运 （ 1 学时） 

    主要内容：装卸搬运的概念与意义、装卸合理化、物料搬运系统分析、货物装卸搬运设备与

技术。 

    教学要求：掌握装卸搬运的特点、装卸合理化；理解物料搬运系统分析方法；了解货物装卸

搬运设备与技术；掌握装卸搬运设备的配置方法。  

    8 、物流信息系统 （ 2 学时） 

    主要内容：物流信息的分类、特点和作用；物流信息工作；物流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物流

信息系统设计的基本方法，物流信息技术。 

    教学要求：了解物流信息的分类、特点、作用；掌握物流信息工作的基本内容；了解物流信

息工作的方法；掌握物流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理解设计物流信息系统的方法，了解常用的物流

信息技术。  

    9 、 配送与配送中心（ 1 学时） 

    主要内容：配送与配送中心的概念、配送的种类、配送中心的类型、配送的环节与流程、配

送合理化、配送中心的职能与流程。 

    教学要求：理解配送的概念，了解配送的种类与发展趋势，掌握配送的环节与流程，掌握配

送合理化的方法，了解配送管理的内容，理解配送中心的概念与种类，了解配送中心的职能与流

程。  

    10 、企业物流（ 1 学时） 

    主要内容：企业物流与企业物流管理的含义、企业物流管理的内容、企业物流管理的基本程



序、企业物流管理的基本方法。 

    教学要求： 掌握企业物流的含义、企业物流管理的含义与内容，掌握企业物流管理的基本

程序。  

    11 、物流自动化 （ 2 学时） 

    主要内容：物流自动化的含义、物流系统的特点、物流系统模型、物流系统仿真基本方法 

    教学要求：理解物流自动化的含义；掌握物流系统的特点；掌握物流系统建模过程与方法；

了解物流系统仿真方法。  

    12 、物流成本管理 （ 1 学时） 

    主要内容：物流成本、物流成本构成、物流成本管理的意义、物流成本管理方法、物流成本

管理策略 

    教学要求：理解物流成本的含义；掌握物流成本的构成；理解物流成本管理的意义；掌握物

流物流成本管理方法；了解常用物流成本管理策略。  

    13 、物流经济 （ 1 学时） 

    主要内容：物流政策的含义、物流政策的特点、物流政策框架、制定物流系统的方法。 

    教学要求：理解物流政策的含义；掌握物流政策的特点；了解我国物流政策的体系框架和问

题；了解制定物流政策的基本过程与方法。  

    14 、物流人才培养 （ 1 学时） 

    主要内容：物流人才的含义、物流人才培养体系、我国物流人才培养现状。 

    教学要求：理解物流人才的含义；理解物流人才培养体系的特点；了解我国物流人才培养体

系的发展过程与现状。  

    15 、绿色物流 （ 1 学时） 

    主要内容：绿色物流的含义、绿色物流系统的特点、绿色物流系统分析方法、绿色物流发展

现状与策略。 

    教学要求：理解绿色物流的含义；掌握绿色物流系统的特点；理解绿色物流系统分析方法；

了解我国绿色物流发展和现状与策略。  

    16 、国际物流 （ 1 学时） 

    主要内容：国际物流的含义、国际物流的特点、国际物流过程、国际物流发展趋势、我国国

际物流发展现状。 

    教学要求：理解国际物流的含义；掌握国际物流的特点；理解国际物流的运作过程；了解国

际物流发展趋势；了解我国国际物流发展与问题。  

    17 、军事物流 （ 1 学时） 

    主要内容：军事物流的含义、军事物流的特点、军事物流发展趋势、军地物流一体化。 

    教学要求：理解军事物流的含义；掌握军事物流的特点；理解军地物流一体化的意义与途

径；了解当前世界军事物流发展趋势。  

    18 、物流学前沿问题讲座——奥运物流系统（ 1 学时） 

    主要内容：奥运物流系统特性、奥运物流系统规划内容、奥运物流系统规划方法。 

    教学要求：以奥运物流系统为例，掌握物流学前沿问题的分析方法，了解物流问题研究报告

的撰写方法，了解如何应用物流学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解决“前沿”问题。  

    19 、物流学热点问题调查分析与报告发表（ 2 学时） 

    主要内容：物流学的热点问题调查，物流学热点问题的案例分析。 

    教学要求：掌握物流学问题的文献调查和现场调查方法，掌握物流学热点问题的分析方法，

了解如何应用物流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三、课程教学的安排及要求 

  对管理类、经济类本科生而言，物流学是专业基础课程之一，理论性较强，因此在教学方法

上，需采用课堂讲授、多媒体网络教学、案例分析、专题讨论、现场调查及自学等多种方式相结

合形式。  

  教师必须讲授每个知识点的主要内容，并对物流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研究方法进

行详细地讲授。教师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启迪学生的思维，加深学生对有关物流学基本概念的

理解。教师还应加强多媒体教学课件的使用和管理，因为在本课程网络课件中，重要术语均用英

文标注、音频视频教材丰富、案例与相关教学资源集中，以便方便学生自主学习、加大本课程的

教学信息量。  

  本课程的案例讨论主要安排在物流发展现状、物流学研究方法等知识点教学中。教师应利用

网络课件等提前向学生发布案例内容，并对案例分析过程进行充分设计，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解决案例中揭示的实际问题，案例讨论后应及时进行总结。  

  本课程的自学内容不少于教学内容总量的 30% ，主要安排在网络教学、案例分析中，自学

虽不占课堂学时但包含在考试内容中；教师在网络课件上发布有关思考题，以便学生自己进行必

要的检查或测试。  

  本课程的平时作业量不少于 20 学时。在各知识点教学完成后，教师将布置一定量的思考题

或作业题，具体作业题目及习题量视教学实际情况具体安排。此外网络课件中，各知识点均设有

“自测练习题”专栏、课程学习结束后专门提供“综合测试题集”，学生可自主测试学习效果，

旨在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四、课程的考核 

  本课程的平时作业成绩与课堂测试成绩，建议合并计入课程考核总评成绩，以便提高学生参

与平时课程教学活动的兴趣，全面反映学生掌握物流学基本理论的运用能力。 

  根据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课程地位，期末考试建议采用开卷方式，考试范围涵盖所有知识点

及自学内容，考试内容应能客观反映出学生对本课程的总体掌握程度。考试题型建议尽量多样化  

总评成绩核算方法：平时作业占 50% ，期末考试占 50% 。 

五、与其他课程的联系与分工 

  本课程处于管理类专业、经济类专业系列专业课程的先导地位，目的是建立学生学习专业课

程的兴趣，有助于了解将要学习的系列专业课程的设置目的、意义及主要内容。 

  在学习本课程之前，要求学生先修公共基础课程（如政治经济学）以及本专业平台课程（例

如管理学、商品流通概论、环境管理等）。 

   本课程与后续专业课程的关系是： 

  （1）本课程将介绍所有物流管理专业理论教学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的体系结构，将介绍仓

储管理、运输与包装、物流信息管理、供应链与物流管理、物流企业管理、物流成本管理、物流

系统分析、配送与配送中心、废弃物流学等课程的主要概念，但是不讲解其课程内容； 

  （2）本课程虽然有文献调查和现场调查的实践环节，但与物流认识调研、物流市场调研等

实践课程相比，本课程侧重于将调查方法作为“物流研究方法”教学的辅助训练。 

  （3）本课程的案例分析与物流企业案例分析、物流信息系统案例、物流管理数量分析案

例、物流规划案例、物流自动化等实践课程相比，本课程侧重于相关章节的教学辅助。 

  （4）本课程将介绍商品学概论、资源管理等课程对于学好物流管理专业系列课程的重要作

用，但不讲解其课程内容。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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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物流学研究型教学方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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